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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我們有幸成為「2017 JENESYS」香港高中生訪日團的代表成員，前往日本參觀

學校，並與當地高中學生深入交流，實在是一次難能可貴的機會。我們分別到訪

了「東京都立翔陽高中」和「京都府立山城高中」兩所公營高中學校，親身感受

日本獨特的校園生活和文化，並從中得到不少啟發，期望藉著這份報告和大家分

享我們的所見所聞。 

 

以下將會從學術層面及非學術層面兩方面比較兩地校園生活之間的異同。 

 

學術方面 

 

1.1 科目 

 

日本的高中學生大多數在公開試應考八至九科，而香港的學生就考四科必修科

及兩至四個選修科，即六至八科，香港的學生在應考的科目數目上有不少選擇和

組合變化。 

 

至於兩地高中生修讀的科目也有些不同。日本學校的科目分成必修(包括：國語、

現代社會、數學、理科、保健、體育、音樂、美術、書法、工藝、家政概論等)、

選擇必修(在一組科目中必須選擇學習一至二科)、選修(包括：國語、外語、社會、

藝術、家政、數學、體育、農業、工業、商業、水產、護理等)三種。 

 

香港的必修科有中文丶英文丶數學和通識教育，而選修科有新高中科目(歷史、

物理、經濟等)及應用學習科目(創意學習、媒體及傳意、服務、應用科學等)及其

他語言科目(日文、德文等)。不用考核的科目就有體育、音樂和家政等，課程因

應學校而定。 

 

日本的必修課包括了一些非學術的科目，例如書法和工藝，能讓學生有更多元化

發展。可是香港的必修科目都是學術性的，以較客觀的方法評分。選修課方面，

日本的學生有更多的選擇，而且他們有農業、工業等課程，是香港沒有的。香港

的應用學習科目則較特別，例如創意學習和服務科，都是日本沒有的。  



 

1.2 作業及補習 

 

在日本兩次的學校訪問，雖得以體驗日本高中生的課堂，卻沒有充足時間讓我們

比較日港兩地的家課。據「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統計，日本與香港十五歲高中

生每星期的功課分別需要 3.8 小時以及 6 小時完成(詳見圖 1)，可見香港學生家

課整體上比日本學生多。而兩地學生在面對提升成績問題上也採取了同樣的措

施──課外補習。 

 

圖 1 

 

 

2012 年大約百分之六十的日本學生選擇在「學習塾」或「予備校」補習，除了

鞏固課堂知識以及預備大學升學試外，有些學習塾提供非學術性的科目，例如書

法、藝術、游泳等；補習風氣在香港亦同樣普及，2012 年香港高中學生的補習

率高達百分之七十二，而補習的內容主要根據香港公開考試定制，包括通過操練

模擬試題提升答題技巧等；由此可見兩地高中生以及其家庭都十分重視孩子的

學業成績，希望通過課外補習提高其公開考試成績以及進入大學的機率。 

  



1.3 教學模式 

 

在日本期間，我們有幸參觀兩所高中學校，了解到他們在課堂上，並不經常使用

電子教學，亦甚少使用電子書，老師以課本和講課為主。但是，他們著重互相幫

助，學生組成不同溫習小組，取長補短。而在常規課堂上，日本大部分的學校均

不是小班教學，每班人數達 35 至 40 人。上課時，老師多按照傳統方式授課，

學生安靜專心聽課。 

 

 

 

而香港近年提倡 STEM 電子教學，例如使用 iPad 學習，建立科研、機械人隊等，

希望科技能融入學習，提倡互動教學，令課堂變得更生動有趣。除此之外，香港

亦有推行小班教學，旨在讓老師便能照顧個別學生的需要。 

 

兩個地方的教學模式均有其可取之處，在日本方面，使用電子教學的空間是存在

的，這樣能打造一個更生動的學習環境。而香港方面，如果在課堂上能夠有多點

互相幫助、扶持的意識，相信也會多一份人情味。 

 

日本高中與香港中學皆是以「老師教導，學生聽課」的傳統模式為主導。不過最

近在日本正興起「學生教導，老師輔導」的模式。簡單來說，課堂轉型為由學生

講課，而老師僅是在一旁協助該名學生授課和指導其他學生明白其内容。目的是

使學生對課題有更為深入的理解，及提升他們的演說能力。 

 

  



除此之外，日本高中為切合課堂需要，有時候會讓學生在課堂上自行分組，進行

「分組學習模式」。當遇到難題可以互相請教，齊心合力解決。這種模式，重視

團隊精神，不但可以令學生學習互相取長補短，更能增進學生之間的情誼，一舉

兩得。 

 

香港中學的教學模式可謂秉承「老師教導，學生聽課」的傳統。聽着老師講課，

學生自己會寫下筆記。然後「温故而知新」，從筆記簿上的一劃一勾，聯想到更

多問題，再加以學習，使學生能夠吸納大量知識。 

 

現在電子教學模式在港盛行，學生手持平板電腦或手提電腦上課並不是奇珍異

事。此點有別於日本高中，日本高中課堂並未完全融入電子科技，仍是主要依靠

黑板、粉筆等基本授課用具。 

 

 

 

研究後，雖然兩地都是以「老師教導，學生聽課」為主導，但可見出兩地新興的

教學模式亦各有千秋。日本高中傾向把日本傳統文化的「團結」精神融入教學模

式。而香港中學則傾向創新的課堂電子化。 

 

 

 

  



1.4 學校資源 

 

在休憩設施方面，由於日本學校的佔地面積一般較香港為大，所以都會設有不同

的地方供給學生作休閒、消遣等活動。 

 

 

 

以今次交流的兩間中學為例，分別都設有長桌椅、大草坪、運動場等設施。這些

設施讓學生有一個可以閒聊、温習的地方，也可以作為不同類型活動的場所。這

些設施可以照顧到學生的需要，讓學生在忙碌的校園生活中，有一個稍作休息的

地方。 

 

 

 

在香港方面，由於受土地資源所限，大部分學校都只能提供基本的設施，相對而

言功能性較強。相比起日本，香港學校較為重視學業，不利於學生的全面發展。

總括而言，日本中學的設施較香港中學更為齊全。  



在教學設施方面，日本校園的佔地面積較大，能建設大量供學生學習、或舉行課

外活動的地方。 

 

在東京都立翔陽高中，設有多種教室，為學生建立良好的學習環境。例如，學校

共有 18 間約容納 24 人的普通課室，演講室 8 間，自修室 2 間，藏書量達 23000

本的圖書館一間，供物理、化學、生物等理科用的實驗室各一間；並設有天文觀

測室、外語教學課室、電腦室、家政室、音樂室、美術室、多用途室等。另外，

學校有茶道部使用的和室，以及各類運動項目的設施例如體育館、柔道場、劍道

場、網球場、泳池等。 

 

 

以上設施為學生提供了多方面技能發展的機會，讓師生在一個良好的學習環境

進行教與學。 

 

 

與香港比較，香港學校面積一般都比日本的學校小，只有少數能擁有龐大空間。

而在空間有限的情況下，多數只設置教學用途的為主的設施，例如課室、圖書館、

電腦室等，未有體育館、泳池等佔地龐大的設置。日本校舍較有利培育學生全人

發展，而香港則側重於知識教授。  



在上課用具方面，日本主要上課用具為傳統書本。電子書在日本還未普及，所以

大部分學校並沒有引入電子書系統，縱使日本科技發達，電子書的價格也比較貴，

這也是其中一個影響因素。 

 

日本學生主要的上課地點是一般的課室。其間隔和設計跟香港的一樣，部分課室

有兩個出口，而所有書包都是放在課室的最後方。面積方面也跟香港的學校差不

多。 

 

一些日本特別的課堂及其課堂用具在香港校園是難得一見的，如書法課，日本的

學生要用毛筆跟宣紙等。另一方面，在部活(ぶかつ)中，不同的部活會用不同的

道具，例如：茶道部會用特定的杯子來製作茶，弓道部會用傳統的弓，劍道部會

用竹劍等。 

 

1.5 公開考試 

 

日本學生投考大學需參與兩次考試。第一次考試是全國統一考試──大學入試中

心測驗(日文名稱叫「大学入学者選抜大学入試センター試験」)，由獨立行政法

人大學入試中心統一舉辦。考試由大學入學考試中心根據日本文部省制定的《高

中教學大綱》命題，考試並不分文理科，學生們基本上都要考國語、數學、外語、

理科、公民、地理、歷史中６門科目，滿分是 900 分。６門科目再細分成外國

語，地理歷史，數學一、數學二，國語，理科一、理科二以及公民等８科，而這

8 科底下又分 32 考項。全部考試以選擇題作答，其目的為判定考生是否具有大

學基本學習之能力。 

 

之後，日本的考生須再參加各大學自辦的招生考試，通常被稱為「個別学力検査」

或「第二次学力試験」，目的為考核學生是否具備各學部所需之性向與特長。個

別學力檢查包括筆試科目、實踐技能檢查、面試、小論文寫作、外語聽力等。最

後以兩次考試的成績綜合計算來判定考生之入學成績，第一次與第二次成績以

1:4 的比例計算。 

 

而香港學生投考大學則只需參與一次公開考試。大部分學校考生均參加香港中

學文憑考試，並報考四個核心科目(中國語文、英國語文、數學及通識教育)及兩

至四個選修科目。考生可從甲類高中科目、乙類應用學習科目或丙類其他語言科



目選取選修科目。文憑試以筆試為主要應考形式，部分科目如中國語文和英國語

文設有筆試和口試，大部分科目亦設有校本評核，以全面地評估學生的表現，讓

學生從教師的回饋中了解自己的強項與弱點，並減少對公開考試成績的依賴，有

助提升學生自信心及學習興趣，鼓勵自主學習。 

 

總括而言，日本的考試制度較香港的考試制度繁複，所需程序更多，但亦能透過

兩次的考試更深入考核學生的能力，令學生們能於大學入讀合適自己的學系。 

 

 

  



非學術層面 

 

2.1 課外活動 

 

東京都立翔陽高中 

東京都立翔陽高中為學生投放了大量資源，興建了大球場、健身室、籃球場等，

除了學習外，校方為了發揮學生的個人特點，入學時鼓勵每個同學參與一個課外

小組活動，善用資源達到全面發展。部團的活動種類多元化，包括體育範疇和藝

術範疇，而每間學校的課外活動都不一樣，這間學校重視日本傳統文化，所以活

動有茶道部、和太鼓部、弓道部等。 

 

這次參觀認識了三個較有特色的課外活動，包括在日式房間參與茶道部為客人

奉茶的傳統儀式、在劍道場觀摩和太鼓部的表演和在弓道場觀摩弓道部日常練

習的情況。 

 

茶道部 

到了一間傳統的日式房間，茶室裏的窗戶都是

採用紙張，地上也佈置了花瓶插花。待我們正

座後，部團的同學把我們看待為客人，向我們

示範奉茶的儀式。他們先送上日式點心，再於

地上的火爐用水杓煮抹茶，最後裝進茶碗，教

導我們品茶的禮儀，包括碗的花紋必須對著自

己和用大拇指及食指擦乾淨喝茶的位置，讓我

們體驗一次何謂茶道。 

 

 

 



和太鼓部 

和太鼓是日本具代表性

的樂器，這項課外活動在

其他學校比較罕見，表演

十分震撼。即使鼓手全是

女生，她們用盡了全身的

力量，像女漢子一樣，令

鼓聲響亮，氣勢磅礡。看

得出她們都付出了大量

時間來練習，十分齊整統

一，表演後更發現有一位

同學的手受傷了，但表演

時大家都沒有發現，十分

團結。 

 

 

 

  



弓道部 

弓道是日本傳統的競技活動，練習過程中，同

學高度專注，全部十分安靜地瞄準標靶。每天

的練習，她們都會注重射箭禮儀，換上指定的

服裝，也跟從弓道的正座方式。而同學之間互

相鼓勵，每當有人成功把箭射到靶上，會全體

歡呼。 

 

 

小結 

我們看到日本同學自我要求高，學習態度認真，不管有多少人在觀看，甚至拿著

相機拍照、錄影，也全神貫注的參與活動，不會輕易受到影響。他們大都根據自

己的興趣去選擇部團，例如參與茶道部的原因是喜歡喝抹茶，參與和太鼓部是因

為喜歡和太鼓磅礡的氣勢。 

 

日本的同學會投放很多時間和心機於課外活動上，找到自己的興趣後，便會堅持

並全力以赴，例如一個星期會練習五至六次弓道，週末練習更從早上九時練習至

下午五時，而老師的要求也很高，因材施教，在每次準備拉弓前，老師都會向學

生給予意見，不會浪費每一次練習的機會。 

 

日本的課外活動與香港的比較，第一，日本課外活動的種類較多元化，會包括當

地的文化活動，讓學生選擇，而香港的課外活動，每間學校都大同小異。第二，

日本學生主要專注於一個部團，投放很多的時間，而香港學生也會投放大量時間

於課外活動上，但是大部分會同時參與不同範疇的活動如藝術、樂器、體育等。 

 

  



京都府立山城高中 

京都府立山城高中是一所歷史悠久的傳統學校，非常注重學生的成績，同時亦非

常注重學生的課外活動。他們希望透過各類課外活動的經驗來發展學生的人際

技能。其性質也相當多元化，包括體育、藝術、學術和興趣等各項。學校設備也

和課外活動有密切的關係，這間學校提供了充足的空間和資源，故此，能開發的

課外活動也相當多。 

 

在是次交流中，我們有幸親身體驗了三種活動，就是舞棒、劍道和跳舞。此外我

們更欣賞了他們奏樂部精彩絕倫的表演。由此可見，此學校的課外活動承傳了日

本優良的傳統文化，亦有現代西方的文化特色。 

 

舞棒 

舞棒看似簡單輕鬆，卻需要高度的集中力和身體協調能力。而且這是一種女生的

活動，她們需要長時間的訓練才可以把舞棒拋在空中再穩穩地接著。在這裡就可

以看到她們一絲不苟的態度，也盡顯女生威風凜凜的一面，令人肅然起敬。 

 

同學在全神貫注地學習舞棒的技巧 

 

 

  



劍道 

他們首先找同學示範了基本動作，只見他們身手敏捷，猶如兩位高手過招。他們

在示範的前後都要鞠躬，以示禮儀和尊重。他們能訓練得健步如飛不是一朝一夕

的事，而是要花許多功夫的。他們也非常注重基本功訓練，認為是不可或缺的。 

 

同學沉浸於劍道的魅力中 

 

 

跳舞 

跳舞是受歡迎的課外活動，有很多同學參與。他們的舞蹈以嘻哈(b-boy)為主，

分為女子和男子部門。他們非常熱情，主動邀請我們跳舞。他們淋漓盡致地表演，

獲得不少同學的歡呼聲。 

 

同學正在享受舞蹈帶來的樂趣 

 

 

 



吹奏樂部表演 

她們的表演非常震撼人心，令人歎為觀止。各女同學不但吹奏樂器，還要配合旋

律擺動身體。我問了其中一個成員，原來她們要每天留校練習才有今天的成果，

讓我實實在在感受到「台上一分鐘，台下十年功」的意思。 

 

台下的觀眾也被澎湃的演奏所吸引 

 

 

小結 

香港學生和日本學生最大的分別，在於香港學生不太熱衷參與課外活動。他們選

擇的活動未必與自己的興趣相符，所以不甚投入參與。香港學生經常只是為了豐

富自己的履歷，為獲取不同的證書或累積其他學習經驗 (other learning 

experience)的時數而被逼參加活動，並非為培養一技之長，更不會為自己的興

趣而對活動感到自豪或有使命感。香港學生欠缺一種對興趣和夢想的追求和執

著，欠缺的是一種熱誠和認真的態度。 

 

香港學校的課外活動也應如日本般重視自己的文化，讓學生認識、欣賞，並加以

研究。這樣才可以培養他們對歷史文化的興趣，更了解自己身處的地方，更有歸

屬感。 

 

 

  



2.2 校舍環境 

 

校園設施 

日本高校校園設施十分完善。日本土地資源充裕，參觀的兩所高校校園範圍也很

廣闊，因而能夠提供充足的地方讓學生活動，以提倡多元發展。例如茶道部和弓

道部的學會，他們分別有塌塌米茶室和射箭場給學生進行活動及訓練。另外，運

動設施亦完備。日本高校設有體育館給運動學會於課後訓練，如兵乓球、羽毛球，

甚至是傳統的劍道部均可以在學校內練習。 

 

 

 

香港方面，由於土地資源有限，大部分學校所佔的面積不大，加上香港教育著重

學術方面，校園設施局限於基本設備，如家政室、實驗室、籃球場等，而足球、

田徑等需要多空間的活動則要到校外體育場地訓練，學生需要在兩個場地來往，

較為不便。 

 

 

 

總括而言，日本土地資源較香港充裕，有較多地方興建校園設施，所以設施會較

香港完善及多元化。  



學校氣氛 

日本方面，學校氣氛寧靜舒適。由於日本學校面積大，有不少部分作為開放空間，

包括運動場及開放平台，空間感大，提供地方讓同學交流、休息以及表演，促進

同儕間的聯繫，再加上平日經過學校的車輛不多，因此校園氣氛寧靜。除此之外，

日本學校亦具有環保意識，在校舍內栽種不少綠色植物，全面綠化校園，並會多

方面推行環保措施，如不提供抹手紙而用乾手機，提高學生環保意識。 

 

 

 

香港方面，學校氣氛較為嘈雜。香港有不少學校建於鬧市之中，臨近大馬路，車

聲人聲在所難免，加上學校面積相對較小，學生休憩的地方普遍只有飯堂及課室，

人比較多，較為嘈雜。另一方面，因為空間較小，同學之間會有較多機會碰面和

接觸，促進他們的溝通和交流，同儕間容易熟絡。然而，對比日本學校，香港學

校提倡的環保意識只流於表面。很多學校只提供一個小角落作為環保角，種植小

盆栽，而推廣環保措施方面亦只流於口號形式，未能持續實行，學生環保意識有

待加強。 

 

 

總括而言，日本與香港的學校環境均能促進同學間的聯繫，但日本學校氣氛較為

安靜，香港則較為嘈雜。而在環保意識方面，日本則較香港推行得更全面和持續。 



校園清潔 

日本方面，校園整齊潔淨。以參觀的兩所學校為例，在進入校舍前，不論學生、

教職員抑或是訪客都需要更換拖鞋，而日本學生更會輪流當值清潔課室和學校

設施，視學校為家，保持校園清潔。 

 

 

 

香港方面，校園清潔度一般。香港學校大多數有工友協助清潔課室和學校設施，

學生並不需要負責，因此在保持校園清潔意識方面較弱。另外，由於香港校園文

化並沒有更換拖鞋進入校舍的習慣，所以每當下雨天時，校內地面相對會較骯髒。 

 

總括而言，由於日本學生具有保持校園清潔意識，因此校園清潔相對下較香港優

勝。 

 

2.3 校園飲食文化 

 

日本高中生於課室中午膳，主要以便當為主。他們指，其便當多數是由母親製作

的，常見的食物有飯、玉子燒、香腸、漢堡扒、炸雞粒等等。透過觀察，便當盒

都是普通無保溫作用的塑膠盒，亦會用布包起便當盒方便攜帶回校，故於午膳時

間，當中的食物早已變冷。然而，有部分高中生(男生較多)不會攜帶便當回校，

而是選擇學校小食部的食物，例如不同種類的麵包(密瓜包、炒麵麵包)。 



 

香港中學生與日本高中生校園飲食

文化差別甚大。由於香港大部分學

校附近均設有很多食店，種類多，價

錢便宜，同時設有學生餐，加上不少

學校以保持清潔為理由不開放課室

給予學生用膳，因此大部分學生為

求方便都會選擇外出用膳。他們會

購買中式飯盒回學校飯堂或於店舖

中堂食，食物大部分是新鮮製作，所以能夠保持溫度。不過仍有小部分學生會攜

帶飯盒回校用膳。 

 

總括而言，香港與日本學生的校園飲食文化大有不同。日本高中生以自攜便當為

主，而香港學生主要以外出用膳為主。 

 

2.4 校規 

 

日本的學校在每年四月開學。每個學年按季節分長假期：夏休、冬休、春休(部

分有秋休)。而日本學生的到校時間一般在八時到八時半之間。為保持校園清潔，

不論是師長或是學生均需將腳上的鞋子換成室內拖鞋；同時，學校每天會有一節

課叫‘homeroom’，即是班會課。學生會在那一節課幫忙打掃課室。在校服

方面，日本的校服主要以西服(男)和水手服(女)為主，冬季校服顏色主要是中性

色調(白、黑、灰)。 

 

在儀容方面，日本學校對於學生化妝打扮上學的處理較為寬鬆，不少女生上課亦

會略施脂粉，同時日本學校亦沒有要求學生蓄起頭髮。在上課紀律方面，日本學

校同樣不允許學生在上課時把玩手機。 



 

在香港，學校在每年九月開學。每個學年按節慶日子分長假期：聖誕節、春節、

復活節。另外每個學年有約一個半月的暑假連接。香港學生的到校時間一般為七

時五十分到八時十五分。在校服方面，男生主要以西服為主，而女生校服受學校

宗教背景以及歷史影響，校服不盡相同，包括有旗袍、水手服、連身裙等，顏色

亦各異。在儀容方面，香港學校對學生打扮要求較日本高，包括校裙要及膝、不

可燙染髮、要蓄起頭髮、不可化妝等。在上課紀律方面，香港校園同樣不允許學

生在上課時把玩手機。 

 

 

 

 

 

 

 

 

 

 

 

 

 

 

 

 

 

 

 

 

 

 

 

 

 



感想 

 

李佩紋 聖保羅男女中學 

此行是我學習日語多年後第一次到訪日本，不但滿足了我對美的追求，而且讓我

進一步了解自己，獲益良多。 

 

對於常年忙碌於學業以及課外活動之間、沒有太多機會接觸外面世界的我們，日

本的食物、景物無可否認是美的，出乎我意料的是當地民眾顯露出傳統文化影響

之下的人性之美。日本高中生對每一項課內及課外活動的認真投入，成年人對其

工作的一絲不苟、盡善盡美，以及日本家庭及大眾在面對外來客人時的真誠、熱

情好客...... 這些都是日本人堅持追求自身完美的體現，在交流中感動並感染了我。 

 

除了人、事、物之美，這次旅程亦讓我進一步認清自己所追尋的理想。隨團的專

業翻譯員在博物館參觀、講座、會議等各種大型場合的即時傳譯是我第一次真實

見識到自己理想工作實際操作的一面。口譯比我一直想象中還要複雜艱辛：除了

所需知識量巨大，需要同時掌握兩種語言以及兩國文化的精髓外，對口譯員的心

理素質要求亦遠遠超乎我的想象──在面對一群如我們一般不配合的聽眾該如何

集中其注意力，面對自己不熟悉的生詞該如何保持淡定、不慌不忙的以電子字典

查詢以及與台下觀眾交流等，大大加深了我對此行業的認識，同時亦堅定了我進

入這個時刻具有挑戰性的工作的決心；這些情形亦引發我對知識的思考：知識永

無窮盡，一名再專業的翻譯員也一定有被難倒的一天，重要的不是那一次的不足，

而是在面對下一個未知挑戰時，會隨著不斷拓展的知識面，做到當下自己所能及

的最好，並希望多年後回憶起當初經歷時，能夠為自己的成長進步感到欣慰。 

這次旅程得以滿載而歸真的少不了雙方政府以及日方接待人員、港方的帶團老

師以及各位團友的大力支持和關懷包容，希望藉此報告分享自己見聞以及再次

表達對所有人最衷心的感謝。 

 

 

 

 

 

 

 



游浩然 匯知中學 

經過九日八夜的日本交流團，我對日本人的民族性、日常生活、宗教歷史、高中

生活及教育模式都得到深入的了解。 

 

我在過去曾因旅遊及參加交流團而到訪日本，但目的地都是東京這個大都會。今

次本人能到訪京都、奈良等歷史古都，能有助深入了解日本文化。旅途中每一個

地方，遇到的日本人都是笑面迎人，熱情好客，就是為了宣揚其文化最好的一面，

以及讓我們留下美好的體驗經歷。 

 

在是次交流團中，我體驗到日本的民族性，當中包括其好客的款待精神以及一絲

不茍的服務。例如，每當旅遊巴駛經當地名勝，導遊便會詳細地講解該名勝的歷

史。此外，每朝早上導遊更會打招呼並詢問我們有否感到不適。看似普普通通的

一舉一動，卻令我感受到日本人真誠的關心和禮貌，此舉動也體現了日本人的民

族性。 

 

其中令我深刻地感受到日本文化的活動，是入住温泉旅館及到學校交流。在温泉

旅館裡，團員皆穿上浴衣，在宴會廳享用日方人員準備的會席料理晚宴。晚宴之

後，我們更能浸泡温泉。雖然與老師、組員們玉帛相見，難免感到不習慣，但能

夠享受日本傳統温泉文化實在難得。最重要的是，日本人懂得抓緊其文化特色，

透過旅客把自己文化宣揚海外，得以繼續傳承之餘也能因此獲得龐大旅遊收益；

在學校交流當中，我們有機會走進日本高中校舍，透過共進午膳、英語課堂以及

一同參與課外活動，體驗到日本高中生多姿多彩的校園生活以及當地的教育模

式。以上種種均加深了我對日本温泉文化及校園生活文化的了解。 

 

而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家庭寄宿。是次交流團中，有幸入住奈良明日香村的寄宿

家庭，體驗日本傳統家庭的日常生活。接待我們的女主人家叫江良小姐。一家住

在奈良明日香村高取山上。到達家庭以後，江良小姐帶領我們到山頂觀看山下景

色。近至山下梯田，遠至山後大阪，在山頂上皆一覽無遺。晚上，雖然外邊氣溫

降至零下兩度，但在室內一邊品嚐著野鹿、野豬火鍋，一邊與主人家談天說地，

感到暖意萬分。晚飯過後，我們站在零下五度的屋外，承受刺骨寒風的吹打，觀

看著在夜幕中上映的流星雨。翌日，江良小姐帶我們到了明日香村一名勝──石

舞台古墳參觀。站在日本初代天皇神武天皇的墳前，見識了明日香村的悠久歷史。

雖然相處時間不長，但主人家也會當我們是家庭成員，照顧周到。寄宿家庭的活



動，使我再感受到日本人熱情好客的民族特色，以及了解到日本悠長的歷史。 

 

經過今次旅程，我體驗到日本人的民族性，日常生活、宗教歷史、高中生活及教

育模式均得到深入了解。今次旅程收獲豐富，感謝日本政府及香港教育局給予機

會參與其中。亦感謝我校老師提名及協助。希望藉著分享此行的所見所聞，宣揚

日本文化的美好。 

 

 

李怡慧 嘉諾撒聖方濟各書院 

首先，很榮幸參加是次 JENESYS 的交流團。我要感激每一位老師、同學、日本

的接待人員、學校和住宿家庭。這次旅程加深了我對日本文化的了解。我也體驗

到日本如何利用先端科技去保育文化。雖然艱巨的保育工作未能得到所有人的

欣賞，更有可能引起非議和爭論。我也學會一個文明的社會，即使發展繁榮迅速，

資訊日新月異，也不能忘本。日本人對自身文化的重視和關注，在不同的範疇都

保留了優良的日本文化傳統，並繼承了其精神和態度。我更深深體驗到日本人的

國民性和禮節。他們守時、守規、守禮，是我們需要多加學習的。我最欣賞的是

當我們第一天到達日本已是晚上，只見我們每個人的座位上整齊地擺放了一樽

水和兩種不同口味的麵包，並附上一本他們精心準備的行程表。交流的學校也準

備得非常充足，熱情接待我們。這些看似微不足道，但往往就是最容易被人忽略

的。特別是香港，在這個節奏快、效率高的社會，人們注重的已不是別人的感受，

處事待人也不再熱誠真心。所以我很欣賞這些細微的舉動，這反映出他們很重視

我們，處事態度認真，以真誠接待客人。這也不禁令我反思我們是否只盲目追求

速度而忘卻了待人接物應有的態度呢？最後我應該要向日本的學生學習，他們

用心做好每一件事，力求完美而不求利益。 

 

 

黃雅穎 香港中國婦女會中學 

這次日本交流之旅確實令人流連忘返、獲益良多，也是最令我難忘的交流活動。 

 

以往到日本旅遊，大多只顧著遊覽和享受當地的美食，忽略了認識日本的風土人

情以及當地獨特的文化，但從這九天的交流，尤其在寄宿家庭和到學校交流時，

我們能透過直接與日本人接觸，深入地了解到日本的文化和特色，並從日本人身

上學習到不同優點，例如守禮、認真、嚴謹、誠懇、細心等，令我們的品德情操



有所提升。 

 

這次交流也讓我們一嘗不同的經驗，豐富我們的所見所聞，例如我們能一嘗居住

在日本家庭的滋味、體驗日本的校園生活、參觀不同日本歷史文物和品嚐日本地

道料理。這些經歷固然畢生難忘，但旅程中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卻是日本人的處

事態度。首先，即使是每天相伴在我們身邊的翻譯員，他們總悉心地為我們講解

不同的行程和相關的歷史文化，而且每天都會送上窩心的問候以及給予我們無

限的包容，例如有時候我們遲到了，他們也毫無怨言；有時候我們太累，在車上

沒有專心聆聽他們的講解，他們亦包容我們，讓我們休息一會才繼續他們的說明。

這一切均不是他們的工作要求，但他們卻能設身處地，關心、幫助我們。對於這

種認真、細心、誠懇、親切的處事態度，我實在由衷佩服，這亦令我對香港人普

遍的處事態度有所反思。 

 

其次，居住在寄宿家庭期間，我也感受到日本人的親切友好。主人家對我們格外

熱情，雖然我們在溝通上有一些障礙，但他們仍堅持與我們談天，甚至以紙、筆，

將他們的意思畫出來，好讓我們明白，而且當我們提出了想穿和服和看流星雨的

心願後，他們盡力為我們準備。最令我感觸的，是在看流星雨的時候，女主人不

斷噓寒問暖，並冒著寒風和我們在野外站了整整一小時，女主人事實上也有一定

的年紀，能夠這樣默默地陪伴我們，並且毫無怨言，實在令我感動不已。日本之

所以能夠成為熱門的旅遊勝地，相信也與其熱心待人的民族文化有關。 

 

此外，我亦十分敬佩日本的學生。到學校交流時，最令我驚歎的，是日本學生對

待課外活動的態度。不論是東京都立翔陽高中或京都府立山城高中的同學，他們

均對自己所參加的課餘活動充滿熱誠和幹勁，例如從東京都立翔陽高中的太鼓

部表演和京都府立山城高中的管樂團演奏，可見他們花了大量的精力於自己的

興趣上，他們亦在聊天中與我們提到，部分活動甚至每天都有練習，但他們不僅

沒有怨言，更十分享受這些默默努力、付出的時光。相反，香港的學生總覺得參

與課外活動是一種負擔，並且浪費時間，面對考試壓力和沉重的功課時，更會輕

易放棄參加課外活動。我們甚少熱愛自己所選擇的課餘活動，或許也是跟我們過

份看重成績的觀念有關，只有改變現時這種忽略發展個人興趣的風氣，香港才能

真正實踐全人教育，令教育質素更上一層樓，培養多方面的人才，有助香港的未

來發展。日本學生的表現，確實給予我很大的啟發。 

 



是次交流豐富了我的知識，拓寬了我的眼界，也讓我結交了一群新的朋友，成為

了我人生中一段寶貴的經驗。在此感謝組導師和其他組員九天的陪伴，也感謝日

本政府和香港教育局給予我們參與是次交流的機會，讓我們的人生留下一段珍

貴美好的回憶。 

 

 

劉忠科 筲箕灣東官立中學 

在這九日八夜的交流團中，大大加深了我對日本文化的認識，讓我能從不一樣的

角度去體會日本文化。能與日本人有如此緊密的交流，第一次從書本外，體會到

日本人的真誠待人、親切有禮，令我畢生難忘。 

 

令我最深刻的是在寄宿家庭的體驗，他們把我們當作從香港回家的子女一樣關

懷備至，還帶我們遠眺日本的風景，參觀各樣的遺址，跟我們分享她日常生活的

大小事，又邀請我們一起與她烹調晚飯，從來都沒有把我們當作陌生人。他們那

顆真誠待人的心，確確實實地打動了我。 

 

這九日八夜，我們有機會擺脫香港的繁忙生活，能充分體驗一個文化。這九天，

雖然我們不用上課，但我們學會了畢生難忘的知識。 

 

 

牛明德 嘉諾撒書院 

一晃，與 JENESYS 的大家認識將近 4 個月了。天氣預報上美麗動人的女主播用

字正腔圓的播音腔說到：「今天天氣寒冷乾燥......沿岸吹清勁偏北冬季季候風......」，

持續的低溫讓這個南方都市終於在晚冬進入「寒冷」。可是，每當我想起那段旅

程，就像看見老黃曆上的「立春」，眼看著樹苗又要露出尖尖角，總有一絲暖意

湧現在心頭...... 

 

回想起去年的 11 月 4 日，是 JENESYS 訓練的第一天。那個時候大家第一次見

面，都略顯靦腆羞澀，相敬如賓，真像林黛玉初進賈府──一句話不敢多說，一

步路不敢多走。慢慢的，再往後的訓練日子裡，大家漸漸熟絡，熟記了彼此的名

字，性格。到了現在，大伙兒都變成了可以互相調侃、玩笑的小夥伴，JENESYS

就是那麼的奇妙。 

 



真正踏上飛機離開香港是 12 月 10 日。九天八夜的旅程，說長不長，說短不短。

我們在一起經歷卻有太多太多......還記得我們互相起花名；還記得我們在看到富

士山時的興奮；還記得我們在新幹線上看到雪時的雀躍；還記得我們每晚在酒店

房間裡反思在日本的所見所聞時的認真模樣；還記得我們一起在考察商業設施

滿載而歸的愉悅；還記得不會日語的同學用僅有的幾個日語單詞，拙劣而努力地

與當地學生交流的樣子；還記得大伙兒穿著厚實的衣裳擁在一起要擠進電話那

尺寸的屏幕里......旅途上的驚喜，夜晚的暢談，......太多了，太多了！ 

 

對我而言，這次是一個珍貴的經歷。以往我從未到過這個奇妙的國家。一直都是

透過網絡或者朋輩接觸到日本的文化。得蒙這次機會，我用我的雙腿去走，用我

的眼睛去看，用我的耳朵聽，用我的雙手去撫摸，切身處地去感受這個神奇的國

家。 

 

從第一天開始，我們隨車的三位嚮導展現了日本好客熱情、彬彬有禮的特徵。每

天早上到大堂的時候，嚮導們都已經一切準備妥當，看見我們就會露出甜甜的微

笑跟我們打招呼。而每一程車，她們都為我們準備了一瓶水和有關當天行程的資

料，更會在路程當中向我們簡介。從這裡，我們看到了日本人認真細膩，貼心細

緻的做事態度。 

 

同樣地，在學校交流的時候，我們體會到日本學生認真堅毅的學習態度。在我們

交流的兩所高中，我們主要體會了日本學校的課外活動。在東京都立翔陽高中，

我們體會了書法班。我們這些來自香港的孩子或許從來沒有接觸書法，而在日本

學校裡的學生，他們已經執筆揮毫十餘年了，一筆一劃皆功夫。而在那一天，很

感謝當地的學生，我有了我自己的日文名字。後來到他們的社團參觀，茶道部的

認真、弓道部的專業、和太鼓部的震撼；而在京都府立山城高中，我們看到了樂

隊精彩的表演、舞棒部的整齊、跳舞部的熱血、劍道部的專心......我們感受到日

本學生對自己興趣的熱愛和對文化傳承的重視，他們視之為自己生命燦爛的一

部分。 

 

最難忘的，還是在奈良市寄宿家庭的那兩天一夜。時間很短，感情很深。我們體

會了一次燒乾草烤番薯、親手製作大阪燒。印象最深的，還是那一天的雙子座流

星雨。寄宿家庭的媽媽知道了我們想看流星雨的願望，為我們準備了禦寒的毛毯、

暖貼，一起在戶外站了一個多小時。都市裡生活了太久的我們，忘了怎麼抬頭，



這一次，是寄宿家庭的媽媽教會我們要多仰頭，看那個會說話的天空。感恩天公

作美，幸運的我們見證了三次流星劃過夜空，為我們「一家人」留下徇爛的回憶。 

 

JENESYS 的日子帶給我那麼多美好，這不單單是一個承載青春回憶的木人巷，

更是一個在成為更好自己路上的一個加油站。在這裡第一件事就是要學會溝通，

跟夥伴溝通、跟老師溝通、跟日本同齡人溝通、跟陌生人溝通。一次一次的機會

讓我們去學習怎麼和別人去相處，怎麼去發掘潛能，怎麼先存異，再求同。 

 

其次，JENESYS 裏大家都有各自所擅長的領域，而活動都是以團隊形式進行。

從中除了可以不斷反思自己的不足加以改進，還可以互相學習，發現身邊人美好。

大家各自發揮所長，一起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挑戰，感謝每個團員的認真。 

 

再者，我們學會了做事情要站穩腳跟，看得更遠。在日本我們感受到了人們認真

對待生活、認真對待工作的生活哲學。我們學會了不能僅僅滿足於「達成任務」，

每一次行動大家都會帶著「做得更好」的期望。 

 

旅程已經結束了，我們「畢業」了，可是之後的路還長。希望我們能把此行所學

融入生活，展望未來。也希望以後不論我們在甚麼時間、甚麼地點、甚麼場合，

再次遇見，希望我們還都記得這次的旅程。 

 

 

葉家輝 嶺南中學 

參加 JENESYS 擴闊我的眼界。在旅途中看到的每件事物都是前所未見的，全部

都讓我浸淫在日本文化當中，所以當初旅程的目的—─深入了解日本文化，成功

達到了。旅程給我一個機會去體驗做日本人，因此我能深入了解日本文化，特別

是在日本家庭寄宿和學校交流時。 

 

家庭寄宿時，主人家十分好客，讓我品嚐了平民的和式早餐。那時我覺得很奇特，

因為我不曾先吃早餐，後去刷牙。而且又準備了浴室水缸，給我嘗試泡浴。同樣

也是十分新奇的經驗，因為我是泡在一缸大家先前泡過的水中，感覺難以言喻。 

 

而在學校交流時，我上了一課書法堂，該校的學生雖然有些許害羞，但教導我寫

書法時卻無微不至。他們自己示範了一次，然後到我試着寫時，手把手來教我，



這是我意想不到的，非常友善！此外，我也觀賞了一所學校的和太鼓部表演。每

一位鼓手都是用盡洪荒之力打鼓，表演氣勢逼人，可以令人設想她們背後揮灑了

多少汗水。如此認真的態度，實在值得嘉許，我希望也能從中學得三分。 

 

是次旅程把我的視野由本地拉至國際，增廣見聞，對我意義甚大。我很感激能讓

我參與 JENESYS 的所有人，給了我如此非一般的旅程。 

 

 

吳泓機 慕光英文書院 

那九日八夜的交流過程中，我認爲最難忘的是到日本寄宿家庭入住和到兩間不

同的學校參觀。儘管到了現在，我還是歷歷在目。 

 

首先，在寄宿家庭方面，我可以了解到日本傳統家庭的文化。平日我們只能靠日

本的動畫或其他方式去了解日本的家庭文化，但這次有幸到寄宿家庭中與當地

的居民一同生活，讓我真真正正地了解到日本傳統家庭的日常。另一方面，這也

是一個機會讓我認識到日本的好客熱情，日本是一個以好客聞名的國家，但經過

這次的寄宿活動，我正式感受到由心而發的熱情。 

 

其次，在學校交流方面，我真正感受到香港學校的不足。在香港，大部分的學校

沒有足夠空間設立大量特別室，相反，日本的學校有足夠的地方設立不同的社團

室，例如茶道或弓道部等。香港只有甚少學校可以有標準面積的足球場，而日方

學校則有大量的場地供學生活動。另一方面，日本學校環境比香港更潔淨，因為

日本學校要求所有在校人士換上指定的鞋方可進入校園。 

 

 

鄭詠雯 觀塘官立中學 

經過九日八夜的日本交流團，除了對日本的生活方式和歷史文化有基本認識外，

還加深了我對日本的發展及教育的了解。 

 

發展方面，日本的發展是傳統和現代化並存。日本有很多旅遊景點，包括現代建

築如晴空塔，以至傳統建築如清水寺等，在發展經濟和社會同時，亦會保留傳統

文化，並且推而廣之。尤其是日本的傳統建築，例如東大寺、嵐山等景點，遊客

特意來到這些地方感受日本文化，更會穿上和服或浴衣，體驗和感受富有民族特



色的日本。日本人的民族性比我想象中強，他們會以國家為中心，希望把自己的

文化推廣到世界各地，相比之下，我們的民族性可是差天共地。 

 

教育方面，日本學生著重多元發展。他們的選修課當中包括文化發展的項目，如

書法等等，老師會鼓勵學生按自己的天賦及能力選擇不同範疇的科目，而不會局

限於學業成績上。此外，他們所參加的課外活動多元化，既有傳統特色的劍道、

茶道，亦有普遍的運動學會，而學生參與度很高，基本上每一個訓練都會出席。

相對地，我們香港的學生主要重視學業發展，而課外活動參與度則較低，發展較

為單一。 

 

整個旅程中，令我印象最為深刻的是日本人的熱情。在寄宿家庭中，他們熱情招

待我們，總共製作了十三道菜給我們品嚐，又帶我們在明日香村內參觀，視我們

如子女一樣。即使只是一日一夜的交流，我們已經和他們建立了一段深厚的感情，

互相交換聯絡方式，離開時更依依不捨。 

 

總而言之，這次交流團讓我獲益良多，不但親身感受到日本人的熱情有禮，更了

解到他們的認真和對國家的愛護及忠誠。另外，亦讓我有機會結識新朋友。無論

是日本的朋友或是同團的老師和同學，都能建立一段深厚的友誼。 

 

 

莊詠怡 藍田聖保祿中學 

有幸能夠參與 JENESYS 這九天八夜的交流團，最特別的是到兩所學校交流，參

與當地學生為我們準備的活動，包括香港與日本文化的遊戲、體驗他們的課外活

動等，更深入地了解日本文化，例如茶道奉茶的傳統儀式和日本人熱情有禮的性

格等。更難能可貴的是入住寄宿家庭，與男主人和女主人面對面之間的溝通，以

及他們用心安排的行程和活動，使這次的交流團更圓滿，真切地體驗了當地居民

生活的態度和習慣，同時，與六十幾間學校的香港學生建立了深厚的友誼。 

 

直到現在回港大約一個半月，觀摩和參與日本學校課外活動的經歷仍深印腦海，

當中日本的學生全神貫注地參與活動的學習態度深深打動了我。我看到的是一

群學生朝著同一個目標而努力，每一個人都十分專注眼前的事，像是和太鼓部的

女生，她們用盡最大的努力作大約八分鐘氣勢磅礡的表演，還有吹奏樂部的演出，

在吹奏樂器時配合律動，那歡樂的聖誕氣氛渲染至整間學校。這些情況與香港的



有些差異，我們不像日本的同學如此認真對待課外活動，上課時會分心、與其他

同學聊天，讓我反省自身的學習態度，究竟我們有沒有珍惜香港提供的資源，有

沒有感恩自己得到的教育，有沒有積極地學習呢？ 

 

另外，入住寄宿家庭的體驗十分驚喜和感動，由於能夠與男、女主人相處的時間

並不多，起初以為只是吃吃飯、聊聊天，睡一晚就離開了，不會特別的不捨。可

是，事情跟我想像的不一樣，這家庭嘗試利用僅有的時間，帶我們走遍明日香村，

讓我們吃到日本著名的懷石料理，不斷跟我們分享日本的文化和日常生活細節，

還給我們體驗浸熱水浴。即使我們四位香港學生與這家人互不相識，他們願意打

開家門讓陌生人進屋已經十分難得，更是十分熱情地款待我們和用心安排活動，

包括到超級市場買菜、製作大阪燒、介紹日本地圖等。 

 

同時，每天翻譯人員都對我們關懷備至和用心地準備，還記得第一天上旅遊車時

有用文件夾夾著行程、麵包和飲料，讓我感受到日本人的貼心和盡心盡力，以及

日本人熱情的民族性。從與寄宿家庭和翻譯員的相處，我十分佩服和欣賞他們的

心思，也反思香港人處事的心態，會否常常因為要求事情的效率和結果而忽略了

他人的感受，希望日後即使生活節奏多麼急速，也停一停來關心一下他人的需要

和心情。 

 

除此之外，透過參觀寺廟和神社，了解到日本重視傳統文化。在參觀淺草寺和東

大寺時，留意到日本為了配合旅遊業的發展，吸引遊客來訪，加入了一些新奇有

趣的噱頭，但同時保留著各種傳統的建築，像鳥居、木建築等，推行經濟發展時

並不忘本。而學校方面，校方加入了一些關於日本文化的課外活動，例如弓道、

劍道等，宣揚傳統文化活動給現時的青少年。我相信香港也能向日本學習，宣揚

本土的傳統文化給青少年，不要因為經濟發展而忘卻了文化傳承的重要性。 

 

總括而言，這次交流團與普遍到日本旅遊的經驗截然不同，以前喜歡日本在於它

的良辰美景和美味的食物，而現在是欣賞其認真對待每一件事的態度，獨特的民

族性，以及對傳統文化的尊重。這次交流令我了解日本更多，回港後我有向身邊

朋友分享，希望香港也能學習日本處事的心態。最後，能夠與六十幾間不同學校

的學生一起去日本交流實在可貴，一定會好好記著這九天八夜的經歷，並珍惜我

們之間的友誼。 

 



盧穎心 英華女書院 

我很感恩能夠參與是次交流團，不但加深了我對日本文化的認識，更讓我親身體

驗了日本人的熱情和他們的生活。雖然我之前也有到日本旅遊，但卻未如這次般，

能與當地人有較深入的溝通，並有真切的文化體驗。透過與日本人的交流，我察

覺到他們都有幾項共通的美德，包括專心、有禮和熱情。 

 

其中一樣最令我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東京都立翔陽高中和太鼓部的表演。表演

的同學雖然大多是女生，但她們都用盡全身的力氣，專心致志地為我們奏出震撼

而有力的和太鼓表演。我留意到他們打每一下時都是聚精會神的，而且眼神裏都

有一團火，能夠看出他們對打和太鼓的熱誠和重視。他們每天放學後都要練習，

其耐力和毅力，堅持進行這麼頻密和艱辛的訓練，實在令人佩服。當中有一位表

演者的手受了傷，可是他仍然堅持要為我們表演，令我深被感動。 

 

除此之外日本人也是非常有禮的。我非常感激日中友好會館為我們這九天的旅

程安排了幾位翻譯員。每次上旅遊車時，他們都會細意問候，或是提醒要多喝水

等等，讓我感受到他們的關懷。即使有時我們遲到或是不太專心聆聽解說，他們

仍是非常努力地翻譯，不曾發出怨言，只會了解、體諒和關心。 

 

最令我印象深刻的就是住在寄宿家庭的一晚。寄宿家庭的主人就像祖父祖母一

樣對我們關懷備至。為了讓我們更加認識日本的歷史和文化，帶我們在明日香村

到處遊覽。又準備了豐富而具日本特色的晚餐和早餐。他們熱切地與我們分享生

活細節和人生經歷，讓我更了解日本人的生活態度。到了晚上天氣很寒冷，他們

便為我們準備熱水澡。我深深地感受到他們的熱情。他們真把我們看成子女一樣。

即使大家素未謀面而且是有文化差異的陌生人，他們仍是非常熱情地招待我們

和分享感受。他們還強調要我們把這家當成自己的第二個家，要保持聯絡，下一

次去日本時一定要去探望他們。這份真摯的親情深深地打動了我，讓我深刻地感

受到日本人的熱情和友善。 

 

親身體驗過日本人的專心有禮和熱情後，我便反省究竟我們香港人又有沒有這

些美德呢？香港人生活節奏急促，而且工作繁忙，往往忽略對身邊人的那份關心。

在專心工作的同時，我們不妨多加一點熱誠，感染身邊的人，為香港增添正能量

和人情味。 

 



姚洛欣 衞理中學 

經過九日八夜的日本交流，帶給我的不只是旅遊的興奮而是很深刻的體會。我之

前曾兩次到訪日本，均以旅行觀光為目的，故對日本歷史文化及禮儀未有認真了

解。但於此次交流團，我們到訪了不少名勝古蹟，感受到日本人在發展國家經濟

同時仍會保留國家傳統歷史文化，兩者之間平衡得宜；在學校交流時透過與高中

生的接觸感受到他們的熱情，當有外人到訪便會準備充足絕不怠慢，態度認真；

除了到名勝景點外，我們又品嚐了不同日本傳統美食，如會席料理及京都料理，

其獨特的飲食文化令我驚嘆。總括而言這次的旅程對我來說十分深刻，獨一無二，

加深了對日本的認識。 

 

 

林頌壹 基督教宣道會宣基中學 

「來也匆匆，去也匆匆」九日旅程轉眼間便完結了。第一次來到日本，有幸與 12

位好伙伴渡過這精彩的旅程。也特別感謝組導師 Eric Sir 的帶領。 

 

是次交流使我大開眼界和有很深入的反思。 

 

從未踏足日本，以往我只能從書本上領會到日本是禮儀之邦。今次有幸能親身經

歷和體會。每天早上領隊的一句早晨、一個笑容，都給我們感受到日本人的熱情

和正面。最深刻的，莫過於居住在寄宿家庭，我不懂日文，不少時間只能靠同行

的同學作翻譯，或使用簡單的英文溝通。但是戶主熱切為我們介紹日本文化，更

一起剝黑豆，即使我們只是一起生活了一日，但是那短短時光，已令我感受到日

本人的熱情好客和溫暖。 

 

到訪學校時，我有機會體驗日本的課外活動如書法、茶道、劍道和太鼓。上書法

班令我有很大反思，當一個香港中學生早已放下書法時，日本的中學生卻努力學

習我們中國的文化。在茶道課中，體驗到對方的認真，對細節的堅持。而在太鼓

中，則體會到他們的投入，每一幕都振奮人心。 

 

回來一段日子，對日本的每一點感覺都一直在心中，再次感謝教育局給予是次交

流機會。 

 



 

 


